
学习任务 2 供求与价格 

为什么有些商品很贵，而有些商品却很便宜？为什么有些便宜的东西很有用，而有些很 

无用的东西却很贵？解读这些问题首先需要弄懂经济学中的一些基本概念和原理。需求、供 

给是微观经济学的出发点，本学习单元将介绍需求和供给的概念，说明市场经济中的需求和 

供给如何决定价格，以及价格又如何配置经济中的稀缺资源，为我们认识“市场通常是组织 

经济活动的一种好方法”这一经济学原理奠定基础。 

2.1 需求 

2.1.1  需求及其影响因素 

需求是指一定时期内消费者在每一可能的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购买的商品的数量。 

根据需求主体的不同，需求可分为个别需求和市场需求，市场需求是个别需求的总和。经济 

学中的需求不但关心消费者的购买意愿，而且还关心消费者的购买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因素很多，主要有： 

（1）消费者的收入。 

一般来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收入越高，对商品的需求越多。但随着 

人们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需求结构会发生变化，即随着收入的提高，对有些商品的需 

求会增加，而对有些商品的需求会减少。经济学把需求数量的变动与消费者收入同方向变化 

的商品称为正常品，把需求数量的变动与消费者收入反方向变化的商品称为劣等品。 

（2）消费者的偏好。 

当消费者对某种商品的偏好程度增强时，对该商品的需求数量就会增加；相反，当偏好 

程度减弱时，需求数量就会减少。人们的偏好一般与所处的社会环境及当时当地的社会风俗 

习惯等因素有关。 

（3）相关商品的价格。 

当一种商品本身的价格不变，而与它相关的其他商品的价格发生变化时，这种商品的需 

求数量也会发生变化。一种商品的相关商品可以分为两类：替代品和互补品。所谓替代品是 

指由于有相似的功能而在消费中可以相互替代以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的商品， 如牛肉和猪肉、 

苹果和梨子等；互补品则是必须相互结合才具有某种功能并满足消费者某种需求的商品，如 

牙膏和牙刷、汽车与汽油等。由于在消费上的可替代性与互补性，因此，一种商品的需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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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替代品价格成同方向变化，与它的互补品的价格成反方向变化。换言之，替代品价格的 

提高（降低）将引起被考察商品需求的增加（减少），互补品价格的提高（降低）将引起该商 

品需求的减少（增加）。 

替代品和互补品都是相互的，也可以根据一种商品价格变化对另一种商品需求的影响来 

确定商品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两者是替代品还是互补品。所以，我们常将一种商品价格上升 

引起另一种商品需求增加的这两种商品称为替代品，而将一种商品价格上升引起另一种商品 

需求减少的这两种商品称为互补品。 

（4）消费者对商品价格的预期。 

当消费者预期某种商品的价格在将来某一时期会上升时，就会增加目前的需求，当消费 

者预期某种商品的价格在将来某一时期会下降时，就会减少对该商品的现期需求。 

此外，还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商品的需求，如政府的消费政策、社会时尚和有关商品的质 

量事件等。由于市场需求是所有个别需求的总和，因此影响市场需求的因素至少还应包括人 

口的规模、分布和构成。 

细致的科学观察表明，除商品自身的价格外，在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商 

品的需求量随商品价格的上升而下降，随商品价格的下降而上升。这种相同条件下需求量与 

其价格反方向变化的现象常被称为需求规律或需求法则，也常称之为需求定律。无论是个别 

需求还是市场需求，需求规律同样成立。 

2.1.2  需求表格、需求曲线与需求函数 

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可以有三种不同的表示形式：表格、图形和函数。因需求曲线 

能最直观地反映需求量与价格之间的变动关系而被普遍使用。 
1．需求表格 

如表  21 所示，这种通过表格形式将某种电脑显示器的不同价格与其在每一价格水平时 

所对应的在一定时间内的需求量联系起来的表格称为需求表。 

表 21  某电脑显示器的市场需求表 

价格、数量组合  A  B  C  D  E 

价格（元/台）  2600  2400  2200  2000  1800 

需求量（台）  1000  1200  1450  1750  2100 

2．需求曲线 

需求曲线则是根据需求量随价格的变化情况而在平面上绘制（或拟合）而成的一条曲线， 

是商品价格与需求量之间关系的图形表示形式， 该曲线反映了在其他影响需求的因素不变时， 

商品的价格变动对需求量的影响。依据某种电脑显示器的需求表绘制出该电脑显示器的需求 

曲线，如图 21 所示。 

在以价格为纵轴，需求量为横轴的直角坐标系中，图  21 中的需求曲线始终向右下方倾 

斜，表明电脑显示器的需求量与其价格之间呈反方向变动关系，即遵循需求规律。 

根据个别需求与市场需求的划分，反映某商品个别需求量随价格变化的曲线可称为个别 

需求曲线，而反映某商品总体需求量随价格变化情况的曲线可称为市场需求曲线，两者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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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曲线或直线。 

图 21  某电脑显示器需求曲线图 

图中横轴 Q表示数量（台），纵轴 P表示价格（元/台）。 

A、B、C、D、E表示电脑显示器价格与数量的不同组合。 

需求规律可以用因价格变化而引起的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来解释。收入效应是指商品价 

格下降（上升）会相对提高（降低）消费者的收入水平，增强（减弱）其购买能力，从而使 

该商品的需求量增加（减少）；替代效应则是指当某商品价格上升（下降）而其他同类商品价 

格不变时，消费者会减少（增加）该商品的购买量而增加（减少）其他同类商品的购买量。 

如当可乐价格下降而其他饮料价格保持不变时，人们会减少雪碧等其他饮料的消费而消 

费更多的可乐；当可口可乐价格下降而百事可乐价格不变时，人们会减少百事可乐的消费而 

消费更多的可口可乐。 
3．需求函数 

若用 a，b，c，…代表影响需求的诸因素，并将这些影响需求的各种因素作为自变量，则 

需求量 Qd 就可表示为函数形式，即有： 
d Q f (a,b,c, ) = L 

若 P 表示商品价格，在影响需求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需求量与价格的关系可以简 

记为： 
d Q f (P) = 

值得注意的是，微观经济学在论述需求函数时，一般都假定商品的价格和相应的需求量 

之间的变化具有无限可分性，正因为如此，需求曲线才能成为一条光滑的连续的曲线。为简 

明起见，微观经济分析中经常使用线性需求函数。线性需求函数的形式通常可以表示为： 
d Q P = α − β ⋅ 

其中α β 、 都是大于零的常数。 

若某地市场上某种商品只有两个消费者，他们都有各自的需求曲线或需求函数，则市场 

需求与个别需求之间的关系如图 2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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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个别需求曲线 （b）市场需求曲线的推导 

图 22  市场需求与个别需求之间的关系 

图中横轴 Q 表示数量，纵轴 P 表示价格。D1、D2 为两消费者的需求曲线，D 为市场需求曲线。由于 

任一价格下的市场需求量是市场上所有个别需求量的总和，因此，根据（a）中在需求曲线旁标注的 

需求函数可得出两消费者在价格为 4 时的需求量分别为 18和 32，此时的市场总需求自然是两者之和 

50。因此，在 P≥8时的市场需求函数为 Q=9411P。 

2.1.3  需求量与需求的变动 

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 需求曲线反映了不同的价格水平上 “需求量的变化” 。 换言之， 

需求曲线刻画的是仅有自身价格变动时“需求量的变化” ，而其他因素的变化使得在相同价格 

水平上需求量有所不同，这便是“需求的变化” ，它导致了需求曲线的移动。 

要了解需求曲线的移动，必须区分需求量的变动和需求的变动这两个概念。 

需求量的变动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时，由某商品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不同价格水 

平上需求数量的变动。在几何图形中，需求量的变动表现为商品的价格与需求数量组合点沿 

着同一条既定的需求曲线的运动。如图 23（a）所示，在同一条需求曲线上从 A点至 B 点的 

变动就是需求量的变动。 

需求的变动则是指在某商品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由于其他因素变动所引起的该商品的需 

求数量的变动。这里的其他因素是指消费者收入水平、相关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偏好和消费 

者对商品的价格预期等影响消费者需求的因素。在几何图形中，需求的变动表现为需求曲线 

位置的移动，如图 23（b）所示。 

图 23（b）中原有的需求曲线为 D0，在商品价格不变的前提下，如果其他因素的变化使 

得需求增加，则需求曲线 D0 向右平移，如向右平移到曲线 D1 的位置，如果其他因素的变化 

使得需求减少，则需求曲线向左平移，如向左平移到曲线 D2 的位置。由需求变动所引起的这 

种需求曲线位置的移动，表示在每一既定的价格水平上，需求数量都增加或都减少了。例如， 

在既定的价格水平 P0，原来的需求数量对应了需求曲线 D0 上的 Q0，需求增加后的需求数量 

为需求曲线 D1 上的 Q1，需求减少后的需求数量为需求曲线 D2 上的 Q2，并且这种在原有价格 

水平上所发生的需求增加量和需求减少量都是由其他因素的变动所引起的。简言之，需求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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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所引起的需求曲线位置的移动，反映了整个需求状态的变化或需求函数的变化。 

图 23  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 

图中横轴 Q表示数量，纵轴 P表示商品价格。 

区分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的要点是，前者表现为点在需求曲线上的移动，而后者 

表现为需求曲线的平移。以降低卷烟需求为例，若提高卷烟价格，就会使人们对卷烟的需求 

沿着需求曲线移动，是降低卷烟需求量的一种途径，若政府采取诸如在烟盒上标示吸烟有害 

健康的警示、禁止卷烟的电视广告以及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卷烟等措施，这些政策措施就会 

使卷烟的需求曲线向左移动，导致不同价格水平上卷烟需求量的普遍下降。 

2.2 供给 

2.2.1  供给及其影响因素 

供给是指一定时期内生产者在每一可能的价格水平上愿意并且能够生产和销售的商品数量。 

根据供给主体的不同，供给可分为个别供给和市场供给，市场供给是个别供给的总和。经济学中 

的供给不但关心生产者的生产和销售意愿，而且还关心生产者的提供能力，两者缺一不可。 

常识和科学观察表明，除商品自身的价格外，在影响供给的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商 

品的供给量随商品价格的上升而增加，随商品价格的下降而减少。这种相同条件下商品的供 

给量与其价格之间同向变化的现象常被称为供给规律或供给法则。影响商品供给的其他因素 

主要有： 

（1）生产成本。 

在商品自身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生产成本上升会减少利润，从而生产者会减少生产，导 

致商品的供给量减少。相反，生产成本的下降会增加企业利润，从而促使生产者增加生产， 

导致商品供给的增加。 

（2）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 

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的提高会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生产者的利润，从而 

导致商品供给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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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相关商品的价格。 

其他商品价格的变化会改变商品间的相对价格，使生产者改变生产经营决策，导致该商 

品供给发生变化。 

（4）生产者对未来的预期。 

如果生产者预期某种商品价格将要上涨，就会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品未来的供给，如 

果生产者囤积居奇，待价而售，则会使目前的供给减少。如果生产者预期未来的商品价格会 

下降，会减少产品未来的供给。 

（5）政府的经济政策。 

如政府通过税收或补贴等政策手段调节某些产品的生产，会影响产品的供给。 

2.2.2  供给表、供给曲线与供给函数 

供给量与价格之间的关系同样有表格、图形和函数这三种表示形式。因供给曲线能最直 

观地反映供给量与价格之间变动关系而被普遍使用。 
1．供给表 

把某种商品每一可能价格下与之相对应的供给量排列起来，可以得到一张有关供给量与 

价格之间的关系表。这种表示供给量和商品价格之间关系的表格就是供给表。表  22 表示一 

定时间内某种电脑显示器的市场供给情况。 

表 22  某种电脑显示器市场供给表 

价格、数量组合  A  B  C  D  E 

价格（元/千克）  2600  2400  2200  2000  1800 

供给量（千克）  2000  1700  1450  1200  1000 

2．供给曲线 

供给曲线是在坐标系中描绘的商品的供给量与商品价格相互对应关系的曲线。若以横坐 

标表示供给量， 纵坐标表示价格， 根据表 22 可以绘制如图 24所示的供给曲线。 通常情况下， 

供给曲线呈现出向右上方倾斜的特征。 
3．供给函数 

供给规律表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供给量只与商品价格有关。如果把商品的价 

格 P 作为自变量，供给量 Qs 作为因变量，则可用函数关系表示商品价格和供给量的关系，这 

种函数就是供给函数，可表示为： 
s Q f (P) = 

在这种函数形式中，只有商品价格是影响供给量的因素，其他影响供给量的因素被假定 

不变。事实上，除价格外，还有许多因素会影响商品的供给。如用 a，b，c，…代表影响供给 

的诸因素，则供给函数可表示为： 

s Q f (a,b,c, ) = L 

供给函数可以是线性的，也可以是非线性的，但常用线性的供给函数的一般形式为： 
s Q r P = −δ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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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4  供给曲线图 

图中横轴Q表示数量（台） ，纵轴P表示商品价格（元/台） 。A、B、C、D、E表示电脑价格与数量的不同组合。 

式中，−δ 表示供给曲线的延长线在横坐标上的截距，即价格为零时的供给量，它意味着 

能使生产者提供产量的价格必定满足P 
r 
δ 

> ，r 表示供给曲线相对于价格轴的斜率。 

若某地市场上某种商品只有两个生产者，他们都有各自的供给曲线或供给函数，则市场 

供给与个别供给之间的关系如图 25所示。 

图 25  市场供给与个别供给之间的关系 

图中横轴Q表示数量，纵轴 P表示价格。S1 、S2 为两生产者的供给曲线，S为市场供给曲线。由于任一价 

格下的市场供给是市场上所有个别供给的总和，因此，根据在供给曲线旁标注的供给函数可得两生产者在 

价格为 6时的供给量分别为 8和 20，此时的市场总供给自然是两者之和 28，因此，在 P≥8时的市场供给 

函数为Q=−20+8P。 

2.2.3  供给量与供给的变动 

如同区分需求量的变动与需求的变动一样，我们也要区分供给量的变动与供给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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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商品本身价格变动所引起的供给数量的变动称为供给量的变动。 

供给量的变动表现为同一供给曲线上点的移动，如图 26（a）中从点 A 至点 B 的变动，供 

给曲线上这种向右上方的移动使供给量增加。在商品本身价格不变的条件下，由其他因素 

变动所引起的供给量的变动称为供给的变动，供给的变动表现为供给曲线的移动，如图 26 
（b）所示，同一价格下供给量的增加使供给曲线向右移动，供给量的减少使供给曲线向左 

移动。 

图 26  供给量与供给的变动 

图中横轴 Q表示数量，纵轴 P表示商品价格。 

2.3 均衡价格 

2.3.1  均衡价格的形成 

消费者总是希望以最低的价格购买他所想买的商品，而生产者总是希望以最高的价格销售 

他所想卖的商品。需求价格是指消费者对一定量商品所愿意支付的最高价格，供给价格则是指 

生产者为提供一定量商品所愿意接受的最低价格。 某种商品必然有一个双方都愿意接受的价格， 

当需求量与供给量相等时的价格称为均衡价格，在该价格下的交易数量称为均衡数量。 

均衡价格是市场上供求双方在竞争过程中自发地形成的，均衡价格的形成也就是价格的 

决定过程。根据表 23中某种电脑显示器的市场需求与供给情况，可以绘制出如图 27 所示的 

需求曲线 D 与供给曲线 S。 

表 23  某种电脑显示器的需求与供给情况表 

价格（元/台）  2600  2400  2200  2000  1800 

需求量（台）  1000  1200  1450  1750  2100 

供给量（台）  2000  1700  1450  12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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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7  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图中横轴 Q表示数量（台），纵轴 P表示价格（元/台）。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相交于 E点，该点处的价 

格 PE 使买卖双方的计划得以平衡，均衡点 E处的均衡价格 PE 和均衡数量QE 分别为 2200元与 1450台。 

均衡价格有时也被称为市场出清价格。由于受需求规律和供给规律的作用，当市场价格 

高于均衡价格时，供给量就会超过需求量，而当市场价格低于均衡价格时，需求量就会超过 

供给量。因此，从图中几何上看，均衡点以上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所夹区域为供给过剩区， 

而均衡点以下需求曲线与供给曲线所夹区域为供不应求区域。 

在竞争市场上， 商品的需求与供给共同决定了价格， 同时价格又能自动地影响供给与需求， 

消除商品的短缺和过剩，使市场趋于均衡。价格的这种调节功能称为价格机制或市场机制。 

2.3.2  均衡价格的变动 

由于一种商品的均衡价格是由该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和市场供给曲线的交点所决定的， 

因此，需求曲线或供给曲线位置的移动都会使均衡发生变动，也就是说需求或供给的变动将 

导致均衡的变动。 

如图 28所示， 若某商品的需求曲线为 D， 供给曲线为 S， 均衡价格为 4， 均衡数量为 100， 

下面用图形来说明需求和供给变动对均衡的影响。 

考察需求变动对均衡的影响，首先要明确需求的变动是指除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变化引 

起的需求变化，如相关物品的价格、收入的变化、预期的变化等。当这些因素发生变化影响 

到需求时，需求减少意味着同一价格水平上需求量的减少，而需求增加则意味着同一价格水 

平上需求量的增加。因此，需求减少会导致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而需求增加则会导致需 

求曲线向右上方移动。如图  28（a）所示，当需求减少时，需求曲线向左下方移动，即由 D 
移动至 D1，D1 与 S 相交于 E1，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为 3，均衡数量为 50。与原均衡相比， 

需求的减少引起了均衡价格的下降和均衡数量的减少。当需求增加时，需求曲线由 D 向右上 

方移动至 D2，D2 与 S 相交于 E2，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为 5，均衡数量为 150。与原均衡相比， 

需求的增加导致了均衡价格的上升和均衡数量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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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8  需求和供给变动对其均衡的影响 

图中横轴 Q表示数量，纵轴 P表示价格。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既可以是直线型，也可以是曲线型的， 

为方便起见，我们常使用直线型的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 

同理，供给的变动是指除价格以外的其他因素引起的供给变化，如相关物品的价格、生 

产成本的变化、自然条件的变化等。当这些因素的变动影响到供给时，所谓供给减少是指同 

一价格水平上的供给量减少了，供给增加则是指同一价格水平上的供给量增加了。因此，供 

给减少会导致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而供给增加则会导致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如图 28 
（b）所示，当供给减少时，供给曲线向左上方移动，即由 S 移动至 S1，S1 与 D 相交于 E1， 

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为  5.5，均衡数量为  80。与原均衡相比，供给减少引起了均衡价格的上 

升和均衡数量的减少。当供给增加时，供给曲线向右下方移动，供给曲线由 S 移动至 S2，S2 
与 D 相交于 E2，决定了新的均衡价格为 2.5，均衡数量为 120。与原均衡相比，供给增加导致 

了均衡价格的下降和均衡数量的增加。 

上述有关需求与供给变动对均衡的影响分析结果可以归纳如下：需求的增加会引起均衡 

价格的上升和均衡数量的增加，需求的减少会引起均衡价格的下降和均衡数量的减少；供给 

的增加会引起均衡价格的下降和均衡数量的增加，供给的减少则会引起均衡价格的上升和均 

衡数量的减少。 

简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需求变动会引起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的同向变动， 

而供给变动只会引起均衡数量的同向变动，引起均衡价格的反向变动。这种需求和供给的变 

动对均衡价格与均衡数量的影响称为供求定理。 

2.4 限制价格和支持价格 

在现实中，政府会对经济进行干预，手段和形式多种多样，限制价格和支持价格是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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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直接的价格控制方式，这里我们用供求工具分析政府的这种价格政策。 

2.4.1  限制价格 

限制价格是指政府为了避免因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价格太高而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所规定 

的最高价格，也称为最高限价。比如某些生活必需品严重短缺时，价格的大幅度提高会使低 

收入水平的家庭难以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不利于社会稳定，政府常通过制定限制价格政策 

来抑制价格上涨，维护社会安定。 

如图 29所示，某商品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均衡价格为 P0，均衡数量为 Q0，低于市场均 

衡价格的限制价格为 P1。由于 P1<P0，因此，限制价格下商品的实际供给量 QS 小于实际需求 

量 QD，供给量小于需求量，商品供不应求。为了维持限制价格，政府就要实行配给制。 

图 29  限制价格及其后果 

图中横轴 Q 表示数量，纵轴 P 表示价格。P0为市场均衡价格，P1 为限制价格，QS 和 QD分别为限 

制价格下的供给量和需求量。商品短缺、配给制是限制价格下最直接的后果。 

限制价格的目的一般是为了维护社会安定，实现社会平等，但是这种政策会导致供给不 

足，物品短缺，长期采用限制价格政策会产生严重的不利后果，一般只在战争或自然灾害等 

特殊时期使用。限制价格的不利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首先，限制价格降低了供给者 

的福利水平，影响了生产者增加供给的积极性，供不应求的局面不但很难改变，而且还会导 

致商品的长期短缺；其次，较低的价格水平不利于抑制需求，从而会在资源缺乏的同时又造 

成严重的浪费；再次，为了维持限制价格，政府就要实行配给制，配给制容易产生寻租活动、 

黑市交易和行政腐败。因此，如果政府只是规定最高价格，而不进行深层次的干预，那么长 

期实行这种最高限价不仅无法实现公平，相反会加剧不公平和短缺。 

2.4.2  支持价格 

支持价格是政府为了避免因市场自发形成的均衡价格太低而损害生产者的利益所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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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低价格，又称最低限价。支持价格常用于扶持某一行业的发展而被政府采用。 

如图  210 所示，某商品由供求关系所决定的均衡价格为 P0，均衡数量为 Q0，政府为了 

扶植该行业的发展而制定的支持价格为 P1。 由于 P1>P0， 因此， 供给量 QS 必然大于需求量 QD， 

产品出现过剩。为了维持支持价格，防止价格下跌，政府就要收购剩余产品，因而支持价格 

政策的实施增加了政府财政支出。 

图 210  支持价格及其后果 

图中 Q 数量，纵轴 P 表示价格。P0为市场均衡价格，P1 为支持价格，QS和 QD 分别为支持价格下 

的供给量和需求量。供给过剩、政府收购是支持价格下最直接的后果。 

支持价格政策对经济稳定和发展有积极意义。以对农产品的支持价格为例，实行农产品 

支持价格的国家，农业生产发展都较好。首先，对农产品的支持价格有利于稳定农业生产， 

减轻经济波动对农业的冲击；其次，通过对不同农产品的不同支持价格，有利于调整农业结 

构，使之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动；再次，从长期来看，对农产品的支持价格有利于扩大农业投 

资，促进了农业现代化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支持价格的主要弊端是会使政府背上沉 

重的包袱。为支持农业生产的发展，减轻政府的负担，农产品支持价格一般采用缓冲库存法 

和稳定基金法这两种支持价格形式。缓冲库存法是指政府按保护价收购全部农产品，在供大 

于求时增加库存或出口，在供小于求时平价进行买卖，使农产品的价格稳定在某一水平上。 

稳定基金法也是由政府收购农产品，稳定农产品的收购价格，但是不再按平价进行买卖，而 

是在供大于求时低价出售，供小于求时高价出售，同样可以起到支持农业生产的作用。 

学习自测 2 

一、单选题 

1．张某对面包的需求表示（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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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张某买了面包 
B．张某没有买面包，而买了煎饼 
C．面包卖每个 1元时，张某准备用现有的收入买 4个，而每个为 2元时，准备买 1个 
D．张某准备买 10个，但钱没带够 
E．以上都不表示需求 

2．需求法则表明（ ） 。 
A．药品的价格上涨会使药品质量提高 
B．计算机价格下降导致销售量增加 
C．羽毛球的价格下降，球拍的销售量增加 
D．卡车价格提高，小汽车的销售量减少 

3．其他条件不变，牛奶价格下降将导致牛奶的（ ） 。 
A．需求下降  B．需求增加  C． 需求量下降 
D．需求量增加  E．无法确定 

4．下列选项中（ ）不会导致苹果的需求曲线向右移动。 
A．生梨价格上升  B．橘子产量减少 
C．对苹果营养价值的广泛宣传  D．消费者收入的下降 

5．下列选项中（ ）会导致某冰箱生产厂家的产品供给曲线右移。 
A．冰箱价格下降 
B．冰箱生产的原材料价格上涨 
C．该厂家的生产规模扩大 
D．全行业的产品库存增加 

6．其他条件不变，当羽毛球拍的价格下降时，对羽毛球的需求量将（ ） 。 
A．减少  B．不变  C．增加 
D．视具体情况而定  E．以上都有可能 

7．当出租车租金上涨后，对公共汽车服务的（ ） 。 
A．需求增加  B．需求量增加  C．需求减少 
D．需求量减少  E．无法确定 

8．供求法则表明（ ） 。 
A．生产技术提高会使商品的供给量增加 
B．政策鼓励某商品的生产，因而该商品的供给量增加 
C．消费者更喜欢某商品，使该商品的价格上升 
D．某商品价格上升将导致对该商品的供给量增加 
E．以上都对 

9．假如生产某种商品所需原料的价格上升了，这种商品的（ ） 。 
A．需求曲线将向左移动  B．需求曲线将向右移动 
C．供给曲线向左移动  D．供给曲线将向右移动 

10．均衡价格是（ ） 。 
A．供给和需求相等是的价格  B．固定不变的价格 
C．供给量和需求量相等时的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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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下列选项中（ ）会导致汽车的均衡价格下降。 
A．汽车消费税降低  B．公路建设滞后 
C．汽油价格下降  D．汽车生产成本上升 

12．假设某商品的需求曲线为 Q=3−9P，市场上该商品的均衡价格为 4，那么当需求曲线 

变为 Q=5−9P 后，均衡价格将（ ） 。 
A．大于 4  B．小于 4  C．等于 4 
D．小于或等于 4  E．无法确定 

13．当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同时增加后，该商品的均衡价格将（ ） 。 
A．上升  B．下降  C．不变 
D．无法确定  E．使得均衡数量不变 

14．汽油价格上升和汽车生产成本下降会使汽车的（ ）。 
A．均衡价格上升、均衡产量提高 
B．均衡价格下降、均衡产量不确定 
C．均衡价格上升、均衡产量不确定 
D．均衡产量提高、均衡价格不确定 

15．政府把产品价格限制在均衡水平以下可能导致（ ）。 
A．产品积压  B．产品供给丰富 
C．黑市交易  D．B 和 C 

16．政府为了扶持农业，对农产品规定高于均衡价格的支持价格。政府要维持支持价格， 

应该采取下面的相应措施（ ）。 
A．增加对农产品的税收 
B．实行农产品配给制 
C．收购过剩的农产品 

二、简答题 

1．什么是需求？影响需求的因素有哪些？ 
2．什么是供给？影响供给的因素有哪些？ 
3．说明需求量变动和需求变动的区别。 
4．什么是均衡价格？它是如何形成的？ 
5．什么是限制价格，实行限制价格会带来哪些不利的后果？ 

三、计算题 

1．根据统计研究结果，1998 年美国小麦生产的供给曲线为 Q=1944+207P，相应的小麦 

需求曲线为 Q＝3244−283P。式中价格单位为美元/蒲式耳，数量单位为百万蒲式耳/年。 

（1）试计算该年小麦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各是多少。 

（2）假设干旱使小麦的供给曲线向左移动，最终导致小麦的价格上涨至每蒲式耳 3 美 

元，试计算该年小麦的均衡数量。 
2．假设各种价格水平上某种数码产品的需求量和供给量如表 2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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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4  需求量马供给量关系表 

单位产品的价格（元/台）  80  100  120 

每年需求量（万台）  200  180  160 

每年供给量（万台）  160  180  190 

试画出该数码产品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并指出该数码产品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